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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我开始讲《飞啸三巧传奇》。
这部书和一般满族说部一样，有个共同特点，即先唱引子。
满族说部的引子，满语为笔折赫乌朱，意思是书的头，就是讲述开始的那个书头，或称书的首。
意思是通过引子，讲也好，唱也罢，能使听众注意，精神集中，跟着说书人的声音一块儿走进故事所
描述的广阔世界中去。
满族说部的引子，通常都是唱，而此书的引子却是说。
尊贵的格林、妈妈、玛发、阿哥(哥哥)、达爷，炉火烧得红彤彤，暖炕热腾腾。
点着了獾油灯、糠油灯啊，东西上下屋一片亮堂堂。
暖融融，红彤彤，晚辈我恭恭敬敬地敲起了悦耳的鹿皮响铃抓鼓，哗曜嘲，哗曜喂。
雁雀啼鸣，哪有鼓声好听噢，我的书开讲啦!塔哈基们，坐好了，沙里甘居们，别笑了，不要闹，不要
吵，现在老实听着吧!我焚烧起三束安期香，满屋清馨，香烟缭绕。
看哪，听啊，香烟里降临了晓彻祖先勋业的千岁妈妈，千岁妈妈来了!她骑着神鹿，背上背的褡裢袋里
，装着什么?装满了昨天的故事、昨天的血泪、昨天的足迹。
听啊，我的皮鼓响得多么清脆、多么甜美、多么迷人噢。
这鼓声，就是千岁妈妈铿锵的歌声。
歌声里，传开了往昔北海的惊涛骇浪，传开了往昔雪山冰原的征杀；歌声里，激扬着往昔护卫疆土的
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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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飞啸三巧传奇（套装上下册）》讲述清朝嘉庆年间，三等侍卫穆哈连受皇命治理北疆，成为“
罗刹”和北疆邪恶势力的眼中钉，被他们所杀害。
为前赴后继，皇上的武师林云鹤、林彤鹤把祖传的飞啸剑传给穆哈连之女巧珍、巧兰、巧云，于是演
绎出“ 飞啸三巧”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飞啸三巧传奇（套装上下册）》讲述的传人，是郭氏传本的传人——郭阔罗氏富察美容，是个
女性，满洲正白旗。
富察美容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辛未年。
1945年（乙酉）病逝，享年74岁。
她是承继其父亲、爷爷两代人传咏《飞啸三巧传奇》的故事，是从他们口中传承下来的。
过去，满族有敬女的习俗，家中女为上。
一般都是男的出去干活，女的主持家务，同时也掌握一些说部的段子，逢年遇节，就给本族的上下老
小讲。
富察美容就是这样学来的。
后来她嫁给爱辉城大五家子的富察氏，这是个很出名的望族，他是黑龙江将军富察氏萨布素之后。
在年节中，这个家族多次请富察美容讲这些段子，并由她的儿子富希陆记录于1928年前后，后来经过
多次整理，就慢慢传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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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富育光，满族，1933年5月生，黑龙江省爱辉县人，1958年毕业于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中文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分院文学研究所，投身于民间口碑文学挖掘、搜集与研究工作
。
1984年9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其搜集整理的满族传说故事选《七彩神火》。
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最早一本满族传说故事选，受到国內外好评。
1986年2月，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的《康熙的传说》。
1989年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合作整理的满族传说《风流罕王秘传》。
 富育光曾任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副理事长。
现为吉林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萨满文学研究中心顾问、长春师范学
院萨满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吉林省民俗学会名誉理事长，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社会科学有突出
贡献政府特殊津贴。
曾承担和主持国家“八五”、“九五”萨满教研究课题，参与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
史诗研究》。
独立或合作出版萨满文化研究专著及论文集六部、民族文化研究编著二十余部、论文七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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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飞啸三巧传奇》流传情况 上册 引子 第一章 穆哈连雪山蒙难 第二章 三巧出世 第三章 三巧施威北冰
山 下册 第三章 三巧施威北冰山 第四章 京师比武陛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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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穆哈连雪山蒙难众位阿哥：我引出这部书来，要从庚辰年说起。
当时，正逢大清国嘉庆二十五年秋，是个微寒之夜，嘉庆皇帝突然驾崩于巡幸在木兰围场的承德避暑
山庄。
这真是普天苍悲，山河挂孝。
御前大臣赛冲阿①等，跪拜在大行皇帝的梓宫前，天下不可瞬息无君，他紧捧宝匣，取出大行皇帝嘉
庆爷的密诏，密诏上传命他的皇次子曼宁继位，承继大宝，并定明年为道光元年，即天干辛巳年。
于太和殿告祭天地，太庙社稷，并遗诏四邻诸国，颁诏天下。
众位臣子们，都在为刚刚过了六十一岁的大行皇帝的驾崩而惋惜，感到万分的伤悲。
嘉庆皇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颐琰，是一位勤勉务实、精于朝政的君主。
颐琰是清高宗乾隆皇帝的第十五个儿子。
他精骑射、好苦学，在诸弟兄中’一向谨严、持重，深得父皇乾隆的暗暗赞许，认为颐琰能够继承自
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皇家基业，有守成之才。
事实上，嘉庆皇爷真的很勤奋，他经常讲，“朕终日不知暇想”，闻其言可见一斑。
乾隆五十四年封颐琰为嘉亲王。
乾隆六十年（1795）册立为皇太子，第二年正月，传位给颐琰，让其承继皇位，自己做太上皇，改年
号为嘉庆。
颙琰是个很尊贵的皇帝，他是在清代十二位皇帝里，第一个赢得如此崇高殊荣的人。
他虽然没有圣祖康熙、爷爷雍正、父王乾隆的赫赫伟业’但他勇于铲除权贵、勤于守业。
比如，嘉庆四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正式临朝执政。
他临朝之后，马上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父王在位时的一个大权臣、大贪官和珅②，包括其身边的所
有余党以及为虎作伥的一些权贵、皇亲国戚都抓起来，并以罪全部杀掉，没收其家产’交回国库。
此事震动了朝野，很多人对嘉庆帝有了新的看法，认为他是个好皇帝，敢办大事，威信骤增。
嘉庆帝的这步棋，确实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朝政出现了清新的环境和局面，一些腐败、肮脏的东西
，随着和坤的被杀亦稍有收敛，政令重新得到贯通，稳定了乾隆朝时就已出现的动荡局面。
与此同时，嘉庆帝颙琰还多次力排众议，极力削减各地的田赋，减轻农民负担，深得民心。
此外，又有赛冲阿、戴均元英地的田赋，减轻农民负担，深得民心。
此外，又有赛冲阿、戴均元英和等一些良臣的辅佐，使社会得到安宁。
① 赛冲阿（?－1826）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
② 和砷（750－1799）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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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1年盛夏，富育光先生憋在仅有八平方米的卧室里，顶着酷暑，讲述家传的满族传统说部《飞啸三
巧传奇》。
为表示对祖先的崇敬，按祖辈留下的规矩，在讲说部之前，首先洗手、漱口、梳头，然后端庄而坐，
进行绘声绘色地讲述。
他怕录音效果不好，关上门窗，与外边喧闹的世界隔绝，一讲就是一大天。
由于天气闷热，房间不透风，加上不停地说，累得口干舌燥，汗流浃背。
这样，他连续耗尽了半年多的心血，终于在年末时讲完了这部鸿篇巨制，录制了101盘录音带，即101
个小时。
我根据录音带先是一字一句地记录下来，然后进行文字整理，这期间，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富育光先生酷爱满族文化，对抢救与保护传统说部有种执着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
他怀着十分虔诚、真挚和深厚的感情讲述《飞啸三巧传奇》，其目的是为世人留下一份珍贵的民族文
化遗产。
这部书说的是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清廷为治理北疆而引发出一场惊心动魄、错综复杂的斗争故事，
满腔热忱地歌颂那些忠于大清，捍卫北疆领土，同邪恶势力做英勇斗争的巴图鲁，从而无情地揭露和
鞭挞了朝廷中一些官员贪赃枉法、勾结外患的罪恶行径。
每当富育光先生讲到穆哈连、图泰、巧珍、巧兰、巧云这些英雄壮烈牺牲和不幸遭遇时，他的情感随
着故事的波澜起伏而变化，时而眼含热泪，声音嘶哑，时而痛哭不止，泣不成声。
富育光先生的妹妹富艳华曾对我说：“哥哥讲说部当真格的，也跟着书中的人物一起哭。
”我虽然不是满族，缺少那份民族情怀，但受富育光先生那种爱憎分明、疾恶如仇的精神感染，仿佛
也融于故事情节之中，边流着热泪，边记录整理。
当我的脉搏与那些为捍卫国门誓死如归的英雄一起跳动时，便成了这个队伍中的一员，与他们同喜同
忧，同爱同恨。
此时，只有此时才深深感到，我笔下记录的不是一般民间文学作品，而是被尘封了一百六十余年的一
段真实历史。
那是因为，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并用口头形式记录了丰富而凝重
的社会、历史内容。
于是，我感到作为整理者的责任重大，因而时刻提醒自己，必须以真诚的态度，精细的作风，忠实的
记录，努力保持口述史的原貌及其风格、特点，切忌浮夸虚矫，胡编乱改，一定把满族群众创作的这
段真实历史，还给人民，还给社会。
这也是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目的。
《飞啸三巧传奇》这部长篇说部，最大的特点是采取“实录”的方法讲述的。
所谓“实录”，就是对当时清朝社会“不虚美，不隐恶”，即按照历史事实直录下来。
书中讲了从宫廷到北疆、从皇帝到平民百姓之间纵横交叉的矛盾纠葛，以及各种人物深层的心理变化
，进而反映出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内忧外患的激烈斗争。
这种“实录”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为封建统治者的偏见所囿，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复杂情况，反映了真
实的历史。
这要求记录整理者，也必须采取“实录”的严肃态度，把讲述者讲述的内容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既
不歪曲，也不夸张；既不“添枝加叶”，也不“刨根砍蔓”，而是按照说部讲述的情节脉络和讲述的
口吻进行记录整理。
这样做，就会使说部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情调保持原样；主要情节结构和故事发展保持原样；人物关系
和性格特征保持原样；语言风格和讲述特点保持原样。
从而达到保持讲述者讲述说部原汁原味的目的。
在记录整理中，我并非有言必录，一味追求一字不差地保持“原样”，而是在“慎重”二字上下一番
功夫。
在整理中感到，把口头语言变成文字，变成书面语言，这中间有很大的距离，还需做许多艰苦、细致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飞啸三巧传奇（上下册）>>

的文字工作。
既要保留口头语言的特征，又要使语言规范化，让人看了不觉得拉拉杂杂、罗罗嗦嗦。
《飞啸三巧传奇》洋洋78万字的长篇说部，一天若讲一个小时，需连续讲一百多天才能讲完。
如此宏阔的大书，讲述者由于前后照应不够，难免出现时间矛盾，故事衔接不上和情节重复的地方。
这些问题，整理者只看一两遍稿子还发现不了，因为前后时间跨度太长了。
这需要仔细、反复地琢磨、推敲，把人物关系、人名、地名、时间等前后不一致的问题，统一起来，
使其不矛盾；对衔接不上的情节，与讲述者富育光先生探讨后，按照他讲述的语言风格，加上几句，
使故事接踵发展；对不合情理的地方，按故事情节发展的脉络，顺当过来，使其合乎情理；对重复的
情节，只要不伤其原意，就坚决删掉。
在整理中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原讲述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剪裁的工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的凝练过程。
我所剪掉的只不过是少许无关紧要的残枝枯叶，使《飞啸三巧传奇》这棵参天大树更加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
整理这样一部长篇说部，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由于缺乏经验和对满族文化积累不深，难免出现许多
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飞啸三巧传奇》完稿后，吉林省文化厅请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王文章，文化部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魁立，文化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
家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郎樱，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总编辑部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编审贺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曹保明等同志，在百忙之中审阅
了这部长篇，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诚恳的意见，在这里，我和富育光先生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
《飞啸三巧传奇》这部长篇说部，是富育光先生的家族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并多次经过传承人的补充
、修缮，使这部说部日臻完美。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传承人富希陆先生在病榻上向其子富育光传授，富育光做了详细记录。
今天之所以能够把这部脍炙人口的满族传统说部抢救出来，富育光先生功不可没。
感谢富育光先生对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所做出的贡献。
荆文礼2005年10月6日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飞啸三巧传奇（上下册）>>

编辑推荐

《飞啸三巧传奇(套装上下册)》是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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